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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拓展。 矿业企业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在企业社会责
任运动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价值。 通过梳理企业社会责任
的历史争论，结合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指出，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工业文明的重要成果，中国
矿业的转型升级需要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总结分析我国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提
出推进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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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业与企业社会责任

1．1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争论
自 １９２４ 年欧利文· 谢尔顿（Ｏｌｉｖｅｒ Ｓｈｅｌｄｏｎ）［１］

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争
论就没有停止过，论战从 ３０ 年代一直延续到 ７０ 年
代。 但真理越辩越明，支持者认为企业除营利功能
外，还负有社会服务功能，应该为社会大众负责；反
对者认为公司只向股东负责，其主要目标是利润最

大化。 著名的反对者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６２）［２］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Ｈａｙｅｋ（１９６９）［３］认为，企业参与到社会
事务中，容易引致政府干预，也分散了企业经营主业
的精力，置企业于危险的境地，从而危害社会自由。
而支持者在经历 Ｄｏｄｄ （１９３２）［４］ 的社会服务论、
Ｂｏｗｅｎ（１９５３）［５］的社会期望决策论、Ｄａｖｉｓ（１９７５）［６］

的责任铁律论、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７３） ［７］的社会回应论之

后，Ｃａｒｒｏｌｌ（１９７９）［８］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三维模

型，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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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９０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应用到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中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日渐完
备。 此后，国际学界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论调日渐
趋于平静。
上世纪 ９０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被袁家方、

卢代富等引入中国以后，被广泛应用到对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行为的观察、分析和务实中。 但是仍然有
人持反对意见。 如张维迎（２００７） ［９］仍然认为“利润
是企业的责任”。 但整体来讲，反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声音已经是蚍蜉撼大树了。 同时，企业社会责任
在不同行业的发展、观察和适用成为新的热点。 矿
业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行业，观察矿业企
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1．2　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工业文明发
展的重要成果

１．２．１　从自发到自觉
矿产资源是工业的粮食和血液，人类 ９０％的能

源、８５％的工业原料和 ７０％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矿
产资源［１０］ 。 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初期，矿业行业是工
业化的先锋队。 因此，在 ２０ 世纪初，二次工业革命
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社会责任思潮的滥觞，首先发
端与矿业行业。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１９１３ 年设立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资助培养 ３ 个国务卿、１２
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资助创建芝加哥大学、洛克
菲勒大学、现代艺术博物馆、北京协和医院等［１１］ 。
钢铁大王卡内基创立卡内基基金会和卡内基梅隆大
学、在乡村小镇建起 ２ ８００ 个公共图书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矿产工业在全国投资修建了
１２ 个新港口、２５ 座新机场和 ２ ０００ ｋｍ的铁路等，对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１２］矿业大财团通过在基础设施上的投入，进一
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和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卡内
基认为：“一个富人的责任是把他的财富用于公共
利益之上，使社区乃至社会因为自己的财富而受
益。”［１３］ ，这句名言可以看做对矿业企业自发履行社
会责任上升到自觉层次的宣言。

１．２．２　从行为到制度
随着越来越多观念先进的企业加入到企业社会

责任运动中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从企业行为上
升到制度层面。 但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是一帆
风顺的。 根据罗马法以来的委托－代理原则，公司
经营者要为股东负责，因此公司经营者要为社会捐

赠，便会越权违法。 越权原则是美国早期企业社会
责任运动的主要法律障碍。 但是，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到 ５０ 年代的多个案例逐步突破了越权原则，尤其是
二战以后，政府难以支持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导致
社会不得不寻求企业对公共设施建设的资助。 法学
界也越来越认识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 越权原则的突破铺平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的障碍，并且企业的社会责任支出免税的条款也逐
步写入法案中，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参入到社会责任
运动中来。
就矿业行业来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呈

现出更多制度化的特征，与其他工业行业不同，矿业
企业对环境的扰动、对安全生产的要求、对矿区社会
的影响，决定了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侧重点往
往更加集中在环境治理、利益共享等方面。 同时，由
于发达国家的高人力成本，导致安全事故的高额度
赔偿，保险和民事赔偿的完备使安全生产不再成为
突出的责任问题。 １９９９ 年以来，利益相关者协议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成为加拿大矿产开
发的一个关键环节。 该协议由矿业开发企业与当地
原著居民等利益相关者签订，明确矿业企业对利益
相关者的责任，支出的范围、额度，使矿业企业的社
会责任进入到从捐赠进化到契约层面。 ２００６ 年，加
拿大联邦政府编制发布枟加拿大企业社会责任实施
指南枠，指导全国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发达国家矿业企业履行社会的历程给予我们三

点启示：一是美、加、澳的小政府、大市场，决定了企
业在社会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二是矿业作为一
次、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和基础行业，矿业企业通过
履行社会责任塑造了国家价值；三是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需要法律法规支持。

1．3　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国际矿业发
展的潮流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矿业企业社会责任进入诸多
国际性组织的视野，如世界银行及相关国际性的矿
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出版了枟采掘业透明度行
动计划资源手册枠、枟社区发展工具包枠、枟实现更佳
平衡—世界银行集团和采掘业：采掘业检查最后报
告枠等指导性文件和报告，呼吁矿业企业更多、更有
效的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

１９９９ 年，世界银行就提出采矿业和社区发展的
问题。 世界银行认为：由于采矿业与土地、区域以及
自然资源之间存在的独特社会关系，使得原住民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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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容易受到这些项目的影响。 世行集团实施了原住
民业务政策，并在自我评估中认为，该政策对涉及原
住民的采掘业项目的最佳做法的制订方面起着关键
的作用。

２００２ 年可持续发展地球首脑会议通过枟约翰内
斯堡执行计划枠，提出“为了提高采矿、矿物和金属
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需要加强当地和土著社区
及妇女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会上英国首相布莱
尔提出“采掘业透明度倡议”（ＥＩＴＩ），主张通过公开
数据、引入外部监督等促进政府将采掘业收入用于
扶贫和发展。 目前，该倡议不仅得到 Ｇ２０ 国家的支
持，而且有成为全球行业标准的趋势。 截止 ２０１３
年，ＥＩＴＩ已有执行国 ３９ 个。
世界银行还在采掘业可持续发展框架中提出六

个方面的原则要求：加强治理，提高透明度；确保穷
人能从采掘业中受益；减少环境和社会风险；保护受
采掘业影响的人们的权利；促进再生能源的发展，提
高能源效率，与气候变迁作斗争；改善组织协调［１４］ 。
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采掘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
不是侧重于投资者回报、员工权益、合作伙伴、客户
满意等常规指标，而是集中在矿业对社会公平、能源
效率、环境治理等方面。 这也是由矿业在大多数资
源富集型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决定的。

２０１０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起“负责任的矿产开
发倡议”，并致力于从六大模块解决税收和特许权
使用费问题、当地供应商和雇佣问题、环境问题（如
水资源、废弃物和土地使用），以及健康和安全问题
等。 这六大模块是：（１）循序渐进地对所有利益相
关方进行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２）就矿产开发的
收益、成本、风险和责任达成共识；（３）建立协作流
程，确保利益相关方参与矿产开发项目的全生命周
期；（４）提高开发流程与协议的透明度；（ ５）建立全
面的契约合规、监管和执行机制；（６）制定初期及综
合性争议解决机制。 可以说，矿业企业通过履行社
会责任解决矿产开发中的多种问题，实现利益相关
者的多赢，已经成为国际矿业的潮流。

2　中国矿业的转型升级呼唤矿业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

　　中国矿业转型升级既要从国内走向国际，也要
从传统发展方式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式，更要从
自我发展走向共享发展，核心是适应新常态持续提
升竞争力 ，这些都要求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2．1　开展矿业国际合作需要矿企履行社会
责任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铺开 ，我国大量的矿
业企业开展国际合作，而同时国际社会对矿业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 如南非矿产资源部
在 ２００２ 年 １２月通过了枟南非矿业提高弱势群体社
会经济地位基本章程枠 （ＢＢＳＥＥ），要求利益相关者
应共同制定和实施针对社区发展的综合开发计划，
包括采矿地区和主要劳工输出地区，鼓励对开采枯
竭地区进行城市化改造，鼓励采矿公司就地进行矿
石选矿精选，而不仅限于采矿和加工。 ２０１０ 年发布
的修订后的矿业章程要求，矿业公司从当地黑人经
济企业的资本品采购比例到 ２０１４ 年要提高到
４０％，服务采购比例和消费品采购比例分别提高到
７０％和 ５０％。 从２０１０ 年起当地矿业公司至少

０．５％的年收入要用于设立社会经济发展基金。［１５］

此外非洲、拉美等多数资源丰富的国家都通过立法，
对国外的矿业企业在本国开采，在促进地区环境治
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2．2　在矿产开发领域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矿
企履行社会责任

　　矿产开发领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起码包括两个层
次：一是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二是在矿产开发中
实现环境友好。 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需要矿业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缓解我国大宗矿产品供需
矛盾的要求，而且是由我国的资源国情决定的。 缓
解大宗矿产品供需矛盾，不仅要走出去，通过国际合
作 “开源”，还要通过国内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
“节流”。 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呈现“ 贫矿多、富矿少，
中小型矿多、大型超大型矿少，共伴生矿多、单矿种
矿少”的三多三少特征。 这就要求有社会责任的矿
业企业最大程度的利用矿产资源，通过矿产资源综
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矿产开发对环境的高扰动性，决定了实现矿产

开发的环境友好需要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矿产
开发带来矿山固体废弃物、废水排放，造成了滑坡、
崩塌、泥石流、地裂缝等地质灾害。 矿山开采造成地
面塌陷累计达 ３３０ 万 ｈｍ２ 。 矿产开发的环境友好需
要实现帕累托最优，即矿产开发主体生产效益的实
现，不能以牺牲其他主体的生态环境等社会福利为
代价。 矿产开发要坚持绿色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对生态环境尽量低扰动。 当前，国际对矿产开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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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生态环境要求，即矿产开发后的矿区生态
环境水平不能低于开发前的水平。

2．3　矿区和谐发展需要矿企履行社会责任
矿区和谐发展必须兼顾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利

益，特别是协调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 中国有超过
３００ 个矿业城市、７００ 多万的矿业职工、涉及上亿的
矿区群众，而且矿山大多在偏远贫困地区，这些地方
的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最强烈，同时这些地方社会
管理力量也最薄弱。 一些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
中，把财富拿走、贫穷留下，把资源拿走，污染留下，
引发了当地群众的不满，有的还引发激烈的冲突，成
为不稳定的因素。 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切实提
高矿区群众生活水平和发展能力。 矿业企业通过参
与矿区水电路基础设施，支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事
业，改善矿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就业机会，
将涉矿产业委托给矿区群众和经济组织，协助矿区
群众和村集体依托本地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对矿区
群众大有裨益。

2．4　矿业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需要履行社
会责任

　　矿业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至少可以从六个
方面提升竞争力：一是改善矿业社区关系，降低社区
冲突风险；二是更全面的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优化
公司治理结构；三在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提升和地
方政府的关系；四是增强供应链上下游的信誉度，增
强供应链竞争力；五是优化企业社会形象，获得公众
认同；六是有利于提高员工认同感，提升员工工作效
率。

3　国内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运动的
发展

　　国内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政府在持
续推动，另一方面市场也在自发的形成推力。 同时，
公众和矿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意识的觉醒，也对矿
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新的需求。 但是公众的需
求难以面上观察。 矿区群众除非在冲突事件中体现
维权需求，正常的利益共享诉求，往往被企业和地方
满足或疏解，难以全面形成社会张力。

3．1　推进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府
工作

　　从中央部门的角度来看，国资委 ２００８ 年出台了
枟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枠，持续推

进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制度，落实企业社会
责任工作。 ２０１０ 年，国土资源部枟关于贯彻落实全
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
指导意见枠，提出矿山企业要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全
面开展绿色矿山建设。 同年，国土资源部与财政部
共同组织实施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
采取“以奖代补”和示范工程两种形式，对开采回采
率、选矿（冶）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水平高的矿山企
业给予奖励，激励、引导矿山企业提高矿产资源节约
与综合利用水平。 ２０１２ 年，国土资源部会同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在鄂尔多斯市召开会议，部署在锡林郭
勒盟和鄂尔多斯市 １６家不同所有制、不同生产规模
矿山企业展开和谐矿区建设试点工作，通过落实矿
业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矿产开发利益的共享。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贵州、

青海、吉林、陕西、西藏、江西、云南、山西、内蒙古等
省区为了解决矿产开发的生态环境治理、社区冲突
等问题，推进和谐矿区建设，将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作为主要政策手段，效果显著。 如山西通过发动
矿业企业“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绿化荒山荒
沟，有效的改善了矿区生态环境水平。 陕西、青海等
地鼓励矿山企业吸纳矿区村集体和村民入股，分享
矿产开发收益，实现矿区群众长远增收。

3．2　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市场态势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矿联、煤炭、黄金、

化学矿山等行业协会推进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中矿联目前已经遴选四批 ４９５ 家绿色矿山试点单
位，鼓励试点矿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设绿色矿
山。 煤炭行业协会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连续组织煤炭企
业公开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集
中反映了大型煤炭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了煤
炭资源“开发一点，保护一片；开发一处、造福一
方”。 黄金协会通过发布中国黄金行业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推进黄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涌现中金黄
金、山东黄金、埃尔拉多等一批典型。 化学矿山协会
联合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 ５省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印发枟资源节约型、安全环保型、矿地和谐型矿
山建设（磷矿）评选标准（试点）枠，首先在磷矿行业
中开展资源节约型、安全环保型、矿地和谐型三型矿
山试点创建工作，要求试点矿山履行矿山企业社会
责任。
二是许多矿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矿

区治理，为矿区和谐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初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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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自中国铝业公司 ２００６ 年发布第一份中国矿业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截止 ２０１５ 年，中国已有 ６０ 家
矿业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但大量未发布报告的
矿业企业实际上都不同程度的履行社会责任。 矿业
企业在环境治理、矿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主动
作为，贡献很大。 有的企业通过治理荒山荒沟，种植
节能减炭林，改善矿区生态环境。 部分矿业企业通
过支持地方发展相关产业，参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吸纳当地群众就业，进行各类捐赠，提升矿区经济发
挥水平。 如神华集团斥资 ４ 亿元，搬迁建设的乌兰
木伦新村，村容整洁，别墅成群，教育、医疗、体育、文
化等基础设施先进完备，使矿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实现质的飞越；在文化交流和社会服务上，云南磷化
集团组织文化进村、医疗进村等活动，增进了矿山企
业和当地群众之间的感情，提高了当地群众的自我
发展能力。 矿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创新了社
会治理，促进了矿区和谐、社会和谐。［１６］

3．3　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问题
３．３．１　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缺乏统一的

标准
　　当前，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缺乏统一的标准，
基本上属于诉求满足型，即政府和矿区群众这两个
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提出的社会责任诉求，企业总
是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满足。 这导致业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主动性不强，对长期
履行社会责任缺乏规划，从而影响社会责任支出的
效率。

３．３．２　部分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政
策障碍

　　当前，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支出大概分为
两种类型，民营企业往往从企业税后收入支出，国有
企业往往以各种项目支出。 对民营企业来讲，这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矿业企业的收入水平，限制企业积
极性。 国有企业则增加了管理者的经营管理和审计
风险。

３．３．３　矿业企业的社区谈判环境有待改善
我国大部分矿产资源在贫穷落后地区，市场经

济发育时间较短，部分居民市场化意识不高，与矿业
企业进行赔偿和补偿谈判时，对自身权益维护不足
和漫天要价的情况并存。 社区谈判以政府居中调停
为主，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全，难以对矿区居民财产
性权益的补偿赔偿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发现和调节机

制。

4　推进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
选择

4．1　鼓励矿业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鼓励矿业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从国有企业

和民营大中型矿业企业开始，逐步延伸到全行业。
对于国有矿业企业，根据国资委 ２００８ 年出台了枟关
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枠，鼓励其发
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于民营大中型企业，要通过
广泛的宣传发动，使其充分认识到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在降低市场风险、规制风险和提高竞争力方面的
价值和作用，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发布社会责任报
告行动中来。

4．2　建立矿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
矿业企业因为和普通工业企业不同，国内还有

部分学者提出将矿业纳入第一产业 （张文驹，
２００２）［１７］ ，因此，矿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有其体现
行业特征的自身特点。 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矿业企业
社会责任的内容、要求和适用范围。 建立适应不同
所有制、不同规模矿山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指导矿
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维护企业权益，促进矿区可持
续发展。

4．3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的税费政策
应通过完善税费政策措施，使社会责任支出列

入企业成本，为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降低政策风
险。 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对于矿业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支出，进行税收优惠。 一是对于纳入企业
成本的社会责任支出予以免税，二是对于超过企业
一定收入比例的企业社会责任支出应予以部分抵
税。 企业大量的承担社会责任部分替代了政府的社
会服务功能，具备免税的理论基础。

4．4　以市场的力量推进矿业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

　　建立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业标签工具，
对于履行社会责任达到一定标准的矿业企业要进行
标签贴牌。 行业标签工具要与国际接轨，既提高企
业的积极性，也为我国矿业企业开展资源国际合作
提高国际认同度。 同时，发展矿业社区谈判的行业
中介组织和机构，借鉴枟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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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及异极矿，脉石矿物以石英、白云石及方解石为
主，次为重晶石，矿物组合明显，矿石组构及矿石矿
物特征反映出矿床具有岩浆热液成矿的特点。

（２）根据矿床地质特征、矿物共生组合以及矿
物穿插交代关系等观察研究，确定了主要矿物的生
成顺序，并将矿床分为三个成矿期：火山沉积期、热
液硫化物期和表生期，其中热液硫化物期（主成矿
期）可划分为石英 －绢云母阶段、闪锌矿 －方铅矿
阶段、砷硫锑铅矿阶段和重晶石阶段。

（３）用爆裂法对闪锌矿、方铅矿包体成矿温度
的测定及用均一法对与闪锌矿和方铅矿同阶段的石
英、白云石形成温度的测定表明，成矿温度在 ２２６ ～
２９０ ℃之间，属中温热液成矿。

（４）综上所述，荒田铅锌矿床属火山喷流沉积
－岩浆期后热液叠加改造成因，成矿阶段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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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手册枠、枟社区发展工具包枠相关工具和手段，促进
矿业社区持续发展，提升矿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效率。

参考文献：
［１］ Ｓｈｅｌｄｏｎ Ｏ．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Ｌｏｎｄｏｎ： Ｓｉｒ Ｉｓａａｃ Ｐｉ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Ｌｔｄ．， １９２４．

［２］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Ｍ．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ｒｅ ｂ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
ｔｙ？ Ｉｎ Ｙｅａｇｅｒ， Ｌ．， ｅｄｉｔｏｒ，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３］ Ｈａｙｅｋ， Ｆ．Ａ．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ｗｈｏｓ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ｕｇｈｔ ｉ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ｉｔ ｂｅ ｒｕｎ？ Ｉｎ Ａｎｓｏｆｆ， Ｈ．ｅｄｉｔｏｒ，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６９．

［４］ Ｄｏｄｄ， Ｅ．Ｍｅｒｒｉｃｋ．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ａｒ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ｔｒｕｓｔｅｅｓ
［Ｊ］．Ｈａｒｖａ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３２，４５（７）：１１４５ －１１６３．

［５］ Ｂｏｗｅｎ Ｈ Ｒ．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１９５３：５．

［６］ Ｄａｖｉｓ Ｋ．Ｆ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１９７５， １８（３）： １９ －２４．

［７］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Ｒ Ｗ．Ｈｏｗ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Ｊ］．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３， ５１（４）： ８８ －９８．

［８］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Ａ Ｂ．Ａ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７９， ４（４）：

４９７ －５０５．
［９］ 张维迎．赚钱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Ｊ］．商界，２００７（１０）：３０ －

３２．
［１０］ 曾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矿业的历史责任［Ｎ］．中国矿业报，

２０１２ －７ －２８（６）．
［１１］ 荣· 切尔诺．洛克菲勒传 ［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２］ 何金祥．矿业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 Ｊ］．国土资

源情报，２０１０（９）：３０ －３２．
［１３］ 卡内基．财富的福音［Ｍ］．杨会军，译．北京：京华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１４］ Ｌｉｅｂｅｎｔｈａｌ Ａ， Ｍｉｃｈｅｌｉｔｓｃｈ Ｒ， Ｔａｒａｚｏｎａ 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５．

［１５］ 鲍荣华．南非矿产资源及管理概况［ Ｊ］．国土资源情报，２０１０
（１２）：７ －１２．

［１６］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全球经济与能源矿产资源政策跟
踪评价［Ｒ］．北京：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２０１３．

［１７］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和谐矿区建设研究项目组．和谐矿
区建设形势分析与政策选择［ 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４
（６）：５６ －５９．

［１８］ 张文驹．理顺矿业改革思路要从产业定位开始［ Ｊ］．国土资
源导刊，２０１３（９）：４８ －５０．

·７１·第 ４期　　　　　　　　　　　杨涛，等：云南建水荒田铅锌矿床矿石矿物特征及成矿期次


